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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文艺界全国抗敌协会 ( 简称文协)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

艺团体，在八年抗战期间，文协组织了作家战地访问团进行抗敌宣传、编辑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等刊物为

前方将士提供精神食粮，并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和重庆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的活动。文协的抗日慰劳活动具

有参与成员广泛性、慰劳形式多样性和文化劳军等特点。文协的慰劳活动激励了官兵精神、提高了战地文化水

平，从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文协; 慰劳内容; 慰劳特点; 评价

中图分类号: K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380X (2011) 10 － 0093 － 04

Theory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Artistic Association in Anti － 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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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 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the harsh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making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people‘s combat to the Japanese intruders. In the eight years of combating Japanese attackers，the associ-
ation did devote itself to the war totally. For instance，it organized the“The Mission of Writers Interviewing”，it edited the 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Art for War Time”，offering mental support for generals and soldiers who fought in the front. Apart from these，it par-
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ward’ s activiti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Chongqing Delegation of Public Reward Front － line
Soldiers. The association’s consolation attracted various members to join in，its type for activities was diverse，and it could publish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to console the army. Its activities inspired the spirit of the troops，improved the standard of front － lines’cul-
ture. Therefore，it di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 － 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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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艺界全国抗敌协会 ( 简称文协) 在 1938 年 3 月

27 日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文艺界人士组成的全

国性文艺团体。在八年抗战期间，文协组织了作家战地访

问团进行抗敌宣传、编辑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为前方

将士提供精神食粮，并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和重庆各界慰

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的活动。文协的慰劳活动激励了官兵精

神、提高了战地文化水平，从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

争。目前学术界对文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文学角度分析

文协的文艺创作活动及其文学成就，而从历史角度进行分

析文协抗日慰劳活动研究比较薄弱。①实际上，抗战时期文

协也利用自身组织的特点积极组织了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慰

劳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大业。有鉴于此，本文

系统分析抗战时期文协慰劳活动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并在

此基础上评价其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一、文协的主要抗日慰劳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中国

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及国内各界的宣传鼓动下，中国文化艺

术界爱国人士汇集汉口，于 1938 年 3 月 27 日成立了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中国共产

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文艺工作。文协成员在抗战

的总目标之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由“共信”而携手一堂，积

极参与和组织抗日慰劳活动。从 1938 年 3 月 27 日文协正式

成立之日起，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投降止，文协开展

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慰劳活动，主要活动包括组织成员深入前

线访问、积极创作抗战文学作品和组织成员捐款捐物等，为

抗战军民提供了精神鼓励与物质支持。概括来讲，文协的慰

劳活动主要有以下三种，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战以来，由于交通的

不便和日军的封锁，使得各个战区之间联系不便。为扩大

文艺者之间的团结协作，加强战区之间以及前 方与后方之

间的联络，作家战地访问团应运而生。在 1939 年 6 月 14
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重庆生生花园成立，王礼锡为团长，

宋之的为副团长。访问团在告别辞中称，“他们此行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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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写，是搜集材料，沟通敌后方和国际作家的联系，”
访问团成员有感，“抗战开始以来，无数作家在南北各战地

前线使用笔去抗敌，也有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因此我们不

是先驱者; 枪在今天不是士兵所专用的，笔也不是作家所

专有 的，在 这 无 数 的 笔 中，加 上 十 三 枚，是 恰 如 其 分

的。”［1］( P285)
作家访问团自 1939 年 6 月 14 日出发，至该年

12 月 12 日由宜昌返回重庆，其间跋涉山西，河北，河南，

绥远，陕西五省，进行了采访、写稿、演出工作，广泛搜

集了材料，并且在前方与后方以及各界群众中间建立了广

泛联系。访问团成员 “深入前线，深入农村，深入战壕，

向官兵和广大群众宣讲国内外政治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

一战 线 政 策，坚 持 团 结，坚 持 抗 日，同 仇 敌 忾 消 灭 敌

人。”［2］( P25) 。战地访问团归来后，于六个月内先后写成诗

歌，戏剧，小说，报告等十二册，包括日记: 《笔征》 ( 团

长王礼锡) ，戏剧: 《红缨枪》 ( 葛一虹) ，报告文学: 《凯

歌》 ( 宋之的) ，《短篇小说集》 ( 罗烽，李辉英) ，中篇小

说: 《老夫妻》 ( 白朗) ，集体创作: 《战地文艺论文集》，

《访问团团体日记》 ( 笔游击) ， 《报告文学集》 ( 以群) ，

《独幕剧集》 ( 杨骚) ， 《战地写生画集》 ( 陈晓南) ，《长

诗》( 方殷) ［3］( P144) 。此外，作家战地访问团在出发时，携去了

《前线增刊》及《抗战文艺》共两千份，里面刊载着鼓词，小

调，小故事，连环图等通俗的韵文和散文，作为作家献给前线

英勇将士的精神食粮，这是基于前线将士精神粮食匮乏的局

面而做。文协组织作家访问团是文协实践文章入伍，文章下

乡的产物，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组建作

家战地访问团是文协的功绩”之一
［4］( P251) 。

第二，组织作家进行文艺创作，并 向 前 线 送 去 会 刊

《抗战文艺》和增出的前线特刊，为前线将士提供精神食

粮。抗战时期，由于战火阻隔，前线官兵缺乏书本读物。
1938 年 4 月 18 日，文协派理事盛成、郁达夫代表文协赴台

儿庄劳军，盛成、郁达夫自前线回来后，报告了前方将士

精神粮食的匮乏情况: “前方的将士多去民家借看彭公案

等，不过连这种小书也不易借到了，连连作战几个月，而

无任何图书杂志一看，是何等惨烈的事!”盛成报告说:

“前方太缺乏精神食粮，后方的刊物图书简直不往前方去，

应该设法调剂，使前方后方均衡。”田汉报告中更说: “前

方不要说没有刊物，连报纸也没得看，偶尔得到一张，就

是高级军官也会把报纸上的广告体通念一遍!”前方情况确

实不容乐观， “没有文字，更没有美术，一张彩画的月份

牌，一张卅年前的‘美人’，便是将士们朝夕相对的‘艺

术品’”，他号召“应该总动员写的写，画的画，送到前线

去!”鉴于此种情况，文协决定在《抗战文艺》第十一期

和第十二期特出“保卫大武汉”的专号，到十六期后改为

《战地特刊》，先后共出五期。特刊大量运往前线，受到了

前线将士的欢迎。《抗战文艺》还增出《前线特刊》，刊载

鼓词，小调，小故事，连环图等通俗的韵文和散文，献给

前线将士。郭沫若还提到，政治部和其他机关要办一个战

时文化服务团，征集图书及创撰分送前方，文协也表示会

“多给捐书，多给写书。”［1］( P94，99)
抗战读物的大量出版和输

往前线，缓解了前线官兵书本匮乏的严峻形势，丰富了官

兵们的战余生活，从而支持了抗战。
第三，积极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和行都各界慰劳前线将

士代表团的慰劳活动，积极捐款捐物。全国慰劳总会大力

号召各界组织、人士参与慰劳活动，文协也不例外。全国

慰劳总会在 1939 年电函文协，邀请其参加慰劳团。随后，

在文协 5 月份的理事会上，决定由老舍，胡风，王平陵，

姚蓬子参加慰劳总会慰劳团前往南北两路劳军。1939 年 7
月，参加南北慰劳团代表出发，其中，老舍，胡风参加北

路慰劳团，主要工作地是大西北地区; 姚蓬子，王平陵参

加南路慰劳团，主要工作地是东南地区。慰劳团经过 5 个

月的工作，历 经 陕 西，甘 肃，新 疆，青 海，内 蒙，宁 夏，

绥远，福建，广东，最后于 1939 年 11 月 19 日分别返回重

庆。文协成员每到一战区，都将带去的书报分赠各部队，

并献旗。如“《抗战文艺》前线增刊第一期出版时，印三

千份 捐 送 前 线”， “赠 送 文 艺 书 籍 一 百 册 给 前 线 部

队”［1］( P422) ，使战区缺乏书籍的情况得到缓解。在文艺界抗

敌协会随后的报告会上，文协慰劳代表老舍指出: 在西北，

地广人稀，“亟待开发，各种人才尤感缺乏”，文艺活动方

面也很贫乏，说明“后方文艺工作者”确实应该“设法解

决西北文化恐慌之问题”，在晋东南地区，感觉“前线军民

安居乐业，国家资源取之不尽，战区政治飞跃进步，战斗

情绪极高”，但战区宣传工作应加强，而且也存在“文化粮

食异常缺乏”的情况
［5］。除此之外，文协还积极参加重庆

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的活动，从 1940 年 2 月到 1943
年，在代表团团长蒋作宾，副团长洪兰友，团员李文宛，

刘纪文，顾延鹏，高良佐，干事夏维贤等一行人的率领下，

自重庆首途，辗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西，

韶关，秣阳，柳州等处慰劳，采取各种方式慰问前线将士。
包括“发电报慰问鄂西将士”［6］，征集慰劳信送往前方和

捐款等各种形式。在《抗战文艺》二卷八期里的《文协为

征集慰劳信紧急启事》，要求会员和读者‘在一周内完成一

万 封 慰 劳 信’， 交 文 协 附 在 募 集 的 寒 衣 内， 寄 往 前

方。”［1］( P422)
参加文化劳军的捐款活动，“奉献了一万多元”。

文协负责人还发起“卖字运动”，卖字运动从仅在 2 月 21
日至 3 月 11 日期间，从“一千元的收入扩大到五千元，”
文协决定“在 3 月 20 日把所有款子献给‘陪都文化劳军竞

赛委员会’”［1］( P206) 。慰劳活动的成功开展，说明前方，后

方同胞均团结起来，踊跃协助军队作战， “深知杀敌能生

存，投降则灭亡。”［7］

二、文协抗日慰劳活动的特点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为广大文艺界组织的爱国

统一战线，在抗战时期发起的在后方和前线的慰劳官兵的

活动，具有明显的特点，这是既是文协组织的性质决定的，

也与全民抗战的形势密切相关。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

第一，文协慰劳活动参与阶层具有广泛性。文协作为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队伍，在创建

初期就怀着“救国家，救民族”的信念济济一堂，吸引了

全中国各个阶级、阶层加入进来，成员包括广大作家、青

年学生、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等。抗战以来，

首先发动这运动的是北方的流亡学生 . ，这些文艺青年多在

各战区的战地服务团工作，他们在战地组织了剧团、歌咏

队等团体，向前方的士兵和民众作抗敌宣传，他们钻进战

壕，跟士兵们一同放枪歌唱，跑到田野与老百姓一道吃喝

谈天
［1］( P83) 。一些热衷于抗战戏剧的男女青年，在抗战形势

吃紧的时刻，纷纷加入上海文协组织领导下的“救亡演剧

队”，分期分批地向前线出发，鼓动民众的抗日情绪，并组

织他们的工作
［8］。青年学生的热忱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在

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广大作家也投入到慰劳活动中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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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住在难民工厂里，陆续写出简讯，著名剧作家田汉率

领抗敌战士工作队，从广西达前线，搜集写作素材并进行

创作
［9］。著名作家王礼锡，宋之的率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

在敌后方做了大量工作，丰富了自己的写作素材，老舍在

文协创立之初就出任“掌门人”。大批中共人物，郭沫若、
茅盾、田汉、罗荪等担任文协理事和候补理事的工作。一

些社会名流也参加慰劳活动，其中冯玉祥也积极参加慰劳

活动，在 1939 年 12 月 31 日在义林医院举行的辞岁晚会上，

冯玉祥就演唱了北方民歌一曲《爸爸送儿去当兵》［10］。社

会各界群众积极参加文协组织的抗日慰劳活动，显示了文

协成员来源的广泛性，也扩大了文协的社会影响。
第二，文协慰劳活动形式具有多样性。抗战期间，文

协采取各种方式为前线将士和后方民众提供精神和物质方

面的支持。主要形式包括直接赴前线参加慰劳活动、慰劳

后方医院伤兵、文化劳军、捐款款物等。在直接深入前线

参加慰劳活动中，文协组织了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活动，深

入前线，深入农村，深入战壕，向官兵和群众宣讲国内外

政治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团结，抗日，

同仇敌忾消灭敌人
［2］( P25) 。在慰劳医院伤兵活动中，文协在

1939 年 10 月 10 日赴近郊某医院慰问负伤战士，举行慰问

大会，代表报告慰劳意义，致慰劳词，由负伤将士代表答

词，慰问人员给负伤将士缝衣，写信，情绪甚为热烈
［11］。

为提高战地文化水准，文协还积极参加文化劳军活动，前

往各个战区，给将士们放电影，表演戏剧，进行歌咏比赛，

丰富其生活。文协成员还积极捐款捐物，源源不断地把物

资，书籍等捐到前线。文协捐赠会刊《抗战文艺》和《前

线增刊》，弥补了前线书本严重不足的情况。 《前线增刊》
里刊载着鼓词，小调，小故事，连环图等通俗的韵文和散

文，这些富含通俗性和趣味性的故事持续不断送去前线，

给前方的灰暗增添一点明亮色调。文协组织或参加了各种

形式的慰劳活动，既响应了政府号召，又发挥了自身的优

势，支持了抗战大业。
第三，文协的抗日慰劳活动主要以文化慰劳为主。这

也是由文协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文协汇集了全国各地的

文化精英，献给前线的慰问金的主要办法是通过卖字卖文，

图书义卖的方式。1941 年为响应陪都文化界出钱劳军运动，

文协于 2 月 14 日在重庆新蜀报“蜀道”副刊上刊出一个关

于“文协呼吁作家从速动笔的通知: 从 14 日至 20 日止，

希望大家投文于陪都各刊，在稿末注明‘本稿稿费赠前线

将士’，并由该刊将稿费汇交‘陪都文化界出钱劳军竞赛动

员委员会’。”启事刊出后，来稿踊跃，“‘蜀道’上逐日以

全部篇幅刊登劳军稿，截止到 3 月 1 日。在 2 月 19 日，已

由老舍代表文协首次捐献 500 元捐稿所获劳军款。”卖字运

动打着“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的标语，从

2 月 21 日开始到 3 月 11 日结束，从“一千元的收入扩大到

五千元，”文协决定“在 3 月 20 日把所有款子献给‘陪都

文化劳军竞赛委员会’。”在 1942 年 4 月，举行卖稿卖字劳

军活动，得四千余元，捐送重庆文化界劳军委员会
［1］( P301) 。

在 1943 年 12 月组织作家献金团，捐献稿费及书刊义卖所

得一万四千余元
［1］( P422) 。此外，文协注重在精神上慰问前

方将士，体现了文化劳军的特点。文协组织成员慰问伤兵，

除捐随身携带的药品，书报，鞋袜，营养品，还“致慰劳

词，由负伤将士代表答词”［12］。文协成员每到一处，向将

士献锦旗，锦旗上印有诸如“抗战必胜”的字样，以激励

官兵斗志
［13］( P8) 。在武汉文化界慰劳前线将士的活动中，文

协代表冯乃超，盛成，钱俊瑞，到第五战区，沿田家镇，

沙窝，宋埠，浠水，骑兵阵地给长官献旗，并将带去的书

报和药品分赠各部队
［1］( P65 － 66) 。实行文化劳军活动，“组织

文化列车两组，每组车三辆，分为电影，戏剧，歌咏三个

部分，每组经费约 10 万元，分期分批去往前线各个战区，

给将士们放电影，表演戏剧，进行歌咏比赛，丰富其 生

活。”［14］
由此可以看出，文协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

积极参加抗日慰劳活动，也有利于扩大文协的影响。

三、文协抗日慰劳活动的历史意义及局限

文协在抗战期间的抗日慰劳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文协通过组织或参加抗日慰劳活动，团结起了广大知

识分子，用笔投入战斗，给予了前线将士杀敌的精神，也

直接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具体来讲，主要作用有

以下表现:

第一，文协的抗日慰劳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地文

化粮食极其匮乏的困境，有助于提高战地军民文化水平，
丰富战地军民枯燥乏味的生活。《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及

其战地特刊刊载着鼓词，小调，小故事，连环画的韵文和

散文，给军民带去文化粮食的同时，也慰藉了他们的精神，
鼓起了更大的战胜敌人的勇气，每当文协代表带着刊物，
锦旗去到前方，总能“得到沿途热烈的欢迎”［13］( P8) ，说明

广大官兵对刊物，书籍的渴求。不仅如此，由于前线书本

短缺，为日伪刊物的流通提供了可趁之机。在日伪所办的

刊物里，日报有《山西新民报》，定期刊物有 “新秩序”、
“国民公论”，小册子有“中国学生”、“国民党和共产党是

什么”、“根本和平的基础”等。这些出版物里充斥着色情

的图画和文字。日伪这种颇具用心的文化麻醉、侵略政策，
使文协成员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提高了警惕。文协向前线发

送先进读物，如《扫荡报》内容充实，编排印刷美观，每

周出版一次，军部底下的每连单位都能普遍地分发到。这

是战地上不易多得的一种精神食粮，受到广泛的欢迎。文

协成员还参加战地文化宣传和服务的组织，在战区建立文

化据点、文化站、出版编印各种报纸杂志书籍，负责传递

精神食粮，在战区个村镇成立救亡室，陈列书报杂志，供

民众士兵阅览。组织文化工作队，宣传队，演剧队，歌咏

队等，固定或流动地再战区工作
［15］( P69 － 70) 。文协组织的这

些文化活动，“与抗战的军事形势相配合，抵御了日伪的文

化麻醉政策，提高了民众的民族意识，组成一个伟大的力

量，给敌人以顽强的打击
［16］。

第二，文协通过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访问前线将士，
鼓舞了前方军民。在前线作战的官兵，随着作家访问团的

到来，“弟兄们看到全国闻名的作家，万分兴奋”［17］，这缓

解了前线沉闷的空气，激发战士杀敌的勇气。作家访问团

在洛阳访问孙连仲时，孙连仲将表达了抗战的决心，他说:
“作战这件事似简单又很复杂，主要的是我们抗战的决心问

题，只 要 我 们 有 决 心， 最 后 的 胜 利 是 毫 无 疑 问 的。”
［15］( P38)

当文协成员在洛阳访问官兵时，他们既兴奋又健谈，
表示出战斗的英勇和再上前线的决心。尽管中条山的生活

非常艰苦，但不论官长或士兵，都有饱满的精神，表示杀

敌的决心和信心。在文协成员向卫立煌献旗致敬时，卫立

煌也表示: “卫国抗战是军人的天职，诸位十四杆笔 ( 访问

团成员共十四人) 可抵一百四十万兵，你们来到这里，给

我们增添了一层最雄厚的力量，这块土地上还有什么可担

忧?”［15］( P43)
访问团团员归来后创作的作品，如《笔游击》、

《粮食》、《老夫妻》、《凯歌》、《红缨枪》、《生长在战斗

中》、《夜袭》、《笔征》等作品的问世
［15］( P116) ，不仅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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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艺事业和自身的发展，而且也鼓舞了官兵斗志。
第三，文协成员的积极捐款捐物，有助于缓解前线物

资缺乏，。捐去前线的药品，书报，鞋袜，营养品，和通过

卖稿卖字，义卖图书，号召捐献图书等方式获得的经费，
均奉献给了前方，给战区提供了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文

协组织作家献金团，举行卖稿卖字劳军活动，一共捐献劳

军款三万三千五百多元。前线将士精神食粮缺乏，文协号

召广大作家和民众向前线奉献图书，除了 《抗战文艺》，
《前线增刊》和《战地特刊》外，还有《全民抗战》周刊，
连环画，如《三兄弟踊跃从军》， 《荣誉军人》， 《渔翁杀

敌》，《范筑先一门忠烈》，《今之秦桧———汪精卫》《李四

打游击》，《台儿庄某老太殉国记》，《王老五当兵打日本》，
《献金救国》，《小四捉汉奸》，《兄弟投军》 ( 军委会政治

部) ，还有街头剧、大鼓书、儿童读物、通俗小说、民歌等

通俗作品近 20 种
［18］( P12) 。文协“不断慰劳，为了将士缓解

困难而努力。”［19］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文协的抗日慰劳活动也有不足之处。它所制定，
实施的慰劳活动方案，由于主客观方面的一些原因，其提

出的一些设想并没有完全，完整的付诸实施。士兵通俗读

物的编制计划是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当时“决定出

版一百种供士兵阅读的通俗文艺读物”［13］( P34) ，但编辑士兵

百种通俗读物的计划不了了之。导致文协抗日慰劳活动未

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所致: 一是

经费短缺问题严重也制约着计划、方案的实施，影响出版

物的质量和数量。 “成立大会开过后，会中的经费全无着

落，”文协去请求补助，借款，收会款，但“收入并不甚

多”，只得“把完整计划放一边，先拣要紧的做。”［1］( P53)
二

是战时条件艰苦，作家生活艰难导致作品受局限，大多数

作家基本生活质量都很难得到保障，常为了生存而四处奔

波，自不能安心创作，抗战以前的职业作家，在抗战时期

基本没有了，“写作成了一种副业”，一有别的职业就能把

写作时间剥夺去。艾芜先生本来是一个职业作家，可是迫

于生活的压力，也不得不去教书了
［1］( P200) 。这样一来对作

品的产生影响严重，影响了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虽然文

协频频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但是收效甚微。三是交

通和通讯的阻断阻碍了各方之间的交流。由于文协会员散

落各 方， 无 法 集 中， 这 样 使 得 “征 稿 很 难 及 时 送

到”［1］( P53) ，延迟了刊物出版时间。纷飞的战火往往中断了

通讯，造成交通，通讯的困难，会员散落四方，邮递极其

迟缓，那些送去前线慰劳将士的书本，读物，报刊等，经

常会由于经费的拮据，印刷等问题不能按时，按计划送到

前线。总的来讲，尽管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使得文协的抗

日慰劳活动呈现出以上局限，但就那个特殊的时代看来，
文协已经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最大贡献了。因此，我

们仍要对其慰劳活动持肯定态度。

四、结语

中华文艺界全国抗敌协会是民族生死存亡到最紧要关

头的必然产物，它组织、发起和参与的慰劳活动，也具有

强烈的现实意义。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去到广大后方进

行抗敌宣传与慰劳活动，编辑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及增

出《前线特刊》，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和重庆各界慰劳前线将

士代表团的活动，给前方将士提供了精神鼓励与物质支持。
文协在前线和后方的慰劳活动对于激励官兵精神，提高战

地文化水平，缓解战地紧张气氛，起了直接的作用，文艺

界的慰劳活动和其他组织机构的慰劳活动相比，具有自身

的特点，展现了自己独到之处，虽然也有不足，但是从整

体上来看，其积极的作用占了主导地位，因此要客观公正

地评价文协的作用。
注释:

①对于文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文

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 ( 段从学) 、重庆师范大学硕士

论文《论文协在重庆的活动》 ( 彭玉斌) 、《论老舍文协时

期的创作活动》 ( 李卉) 、 《论抗战时期文协分会的活动》
( 潘成菊) 、《抗战时期文协作家的重庆集聚地》 ( 吴福辉) 、
《文协桂林分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段从学《武汉抗战

时期的文协》、庄桂成《论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
彭玉斌《抗敌文协成都分会始末》、《论文协对抗战文艺的

贡献》 ( 杨茜) ;、《文协与抗战时期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
( 段从学) 等论文，均是从文艺学的角度，探讨文协这个机

构在文艺运动中起的作用，对解放区文学，现代文学的影

响。但对于文协的抗战慰劳活动没有专门探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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